
在解放军“第一军规”颁布地湖南省桂东县，以革
命先烈、革命节点命名的道路和地标比比皆是，昭示
着这个县的红色传统。 其中，陈奇路连接着桂东县一
中、桂东县中医院等多个人流集中单位，是县城主干
道之一。

陈奇，１９０４ 年生，湖南桂东人。 １９２１ 年入衡阳省
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，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。 １９２４
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从此， 他全身心地投入学运、工
运，被推选为湖南学联的领导成员。

１９２５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， 陈奇和学联的几个领
导人一起，发动衡阳市的学生举行罢课，游行示威，并
向各县、市学生发出宣言，声援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。
同年秋，他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。

１９２６ 年，陈奇被派回桂东组建中共桂东支部，任
书记。 １９２７ 年，他以省委特派员身份，领导桂东农民
运动，组织农民自卫军，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
界秋收起义，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 １ 师 １ 团的连党代
表。 １９２８ 年，陈奇任中共桂东县委书记兼县苏维埃政
府主席、湘赣边区游击队大队长，参与开辟湘赣边游
击根据地。

１９２８ 年 ８ 月的一天，毛泽东来到陈奇家里做客。
当毛泽东得知主人字“贯一”时，诙谐地说：“夫子之

道，一以贯之，只是我们的夫子是马克思。 ”
１９２９ 年 ４ 月， 陈奇任红 ５ 军 ５ 纵队 ２ 大队党代表，８ 月随

军挺进鄂东南，同年 １２ 月策应大冶起义。１９３０ 年 ６ 月任红 ８ 军
４ 纵队司令员，７ 月率部过长江，任行动委员会书记，统一指挥
４、５ 纵队，领导开辟蕲（春）黄（梅）广（济）革命根据地的斗争。同
年 １０ 月任红 １５ 军政治委员，奉命与军长蔡申熙率部转战到鄂
豫皖苏区，参加第一次反“围剿”。

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， 陈奇不忘通过家信安慰父母———
“革命的道路可以断然走通”“一旦革命成功，双亲和村邻群众，
定是永世幸福的”。

陈奇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， 建立和健全党团组
织，加强党的领导。 在每个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，发扬军内民
主。 为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，连队每个班设识字班长，每天负责
教战士识字，读红军小报。 军部还组成一个特务连，除担负作战
任务外，在部队行军、宿营中负责检查执行纪律情况。

１９３１ 年 １ 月起，陈奇任红 ４ 军第 １０ 师政治委员、第 １３ 师
政治委员、第 １２ 师 ３４ 团团长、第 １０ 师师长。 期间，他坚决抵制
张国焘的左倾错误，不计较职位高低，英勇驰骋沙场，率部参加
鄂豫皖苏区第二、第三次反“围剿”。

１９３２ 年 ３ 月，陈奇以身殉职，时年 ２８ 岁。 １９４５ 年，中国共
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。

桂东县史志办主任李晓江说：“陈奇一生都在追求真理，传播
真理，在革命战争中他不忘初心，至死不渝。牺牲时仅 ２８岁，可以
说是少年英烈，碧血成歌，特别值得现在的年轻人对照学习。 ”

走进陈奇出生地桂东县沤江镇光明村，满目苍翠，所见绿植
几乎都是村民们的“摇钱树”。 据悉，光明村采取“合作社＋基地＋
农户”模式，创办专业合作社和经济联合体，发展花卉苗木、楠
竹、小水果等产业，基本实现村有主导产业，户有致富门路，人有
实用技术。 （据新华社）

革命圣地井冈山的雕塑园中， 青松翠柏间竖立着
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等革命先辈的雕塑，常年吸引全国
各地游客前往瞻仰。其中，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李
灿的雕塑呈站姿，身着戎装，手持望远镜，生动再现了
他领兵征战的英姿。

李灿，原名李文彬，１９０１ 年生，湖南宜章人。 １９１８
年入湘军第 ２ 师 ６ 团 １ 营 ２ 连当兵， 编在彭德怀任班
长的第 ２ 班。 在军中，他教彭德怀识字，彭德怀教他操
练，两人结成至交。 后又与营部文书黄公略相识。 由于
志同道合，感情融洽，遂成好友。

他们目睹军阀部队的腐败风气，产生强烈不满，便
秘密串联 ７ 名士兵， 于 １９２０ 年成立革命团体救贫会。
李灿因此改名。 他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：“我要追求光
明，扫除邪恶，已将文彬之名改为灿。 ”

１９２２ 年，李灿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学习。 １９２６
年任国民革命军第 ８ 军 ２ 师 １ 团团部副官、连长。参加
了北伐战争中的攻克武昌等战斗。

１９２８ 年 ４ 月，李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７ 月参与平江
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。起义当天，他以全团士兵委员会
总代表的身份，庄严宣布：“从现在起，全体官兵脱离国
民党，举行武装起义！”说罢，他带头除掉大盖帽上的青
天白日帽徽，系上红领带。

起义成功后， 李灿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５ 军军委委员兼 １ 团
党代表、第 ５ 大队大队长。 同年底随红 ５ 军主力上井冈山。 １９２９
年初奉命留守井冈山，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。后任湘赣边独立第
１ 团团长、红 ５ 军 ５ 纵队司令员。

１９２９ 年 ９ 月，李灿率部挺进鄂东南，攻取通山、阳新、大冶 ３
县县城，半月之内，率部所向披靡，共缴获迫击炮 １０ 余门、机枪
３０ 余挺、步枪 １０００ 多支。 群众奔走相告，箪食壶浆以迎红军，队
伍由 １０００ 多人增至 ４０００ 多人，扩编为两个支队。 １２ 月配合中
共秘密组织发动大冶起义， 红 ５ 纵队进一步发展到 ３ 个支队
６０００ 余人，军威大振。

１９３０ 年春，李灿率部转战在大冶至咸宁等地，连战告捷，初
步打开了鄂东南武装割据的局面。同年 ６ 月，他奉命投入红 ３ 军
团的筹建工作，被任命为红 ８ 军军长。

由于在作战中多次负伤，久病不愈，李灿的身体极度虚弱。
１９３０ 年 ７ 月，组织上送他到上海疗养。 １９３２ 年初，他赴上海请
求中共中央分配工作 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，不久被杀害 ，时年
３１ 岁。

宜章县史志办原主任吴绪斌说，在革命战争年代，李灿通过
言行鼓舞了家乡人民投身革命， 他对革命无比坚定的信仰以及
清廉的品格值得后人传承弘扬。

如今，在李灿的出生地宜章县玉溪镇长冲村，厂房林立，各
类建设如火如荼。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创建于此的宜章经济开发
区已有入园企业 ３００ 余家，初步形成了新材料、新能源、先进制
造、生物医药、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的产业园区。

（据新华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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